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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姆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他以人本立场动态地展开了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弗洛姆试图克服先

前哲学家关于人性研究方法的理论矛盾，通过综合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

判学说，将“人”作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存在，构建起“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论研究方法。弗洛姆

规范人本主义哲学理论的鲜明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运用生物学与社会学相统一的学科视角进行人性问题

研究；提出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独创性见解；以人道主义为立场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弗洛

姆的人性理论是对三大人性论基本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并提出以“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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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m is a modern Western humanistic philosopher who has dynamically conducted research on 
human nature issues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Fromm attempted to overcome the theoreti-
cal contradiction of previous philosophers’ research methods on human nature, and by integrating 
Freud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Marxist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he regarded “human” as a dual 
existence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nature, constructing a research method of “social biology” o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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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natur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romm’s normative humanistic philosophical theory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using the unified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biology and sociology to 
study human nature issues; providing original insights into personality structure issues; and launch-
ing a moral critique of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a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 Fromm’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a systematic answer to the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proposes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lan led by “moral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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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性论问题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弗洛姆综合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强调“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存在，承认人同时作为“生物人”与“社

会人”的辩证矛盾，提出“使用社会生物学方法来构建人本主义理论体系”[1]，并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和

这种理论体系开展对人性问题的“动态”研究。所谓“动态”，是指承认人与社会都处在自身变化和相

互作用之中，应当以运动、发展而不是静止、停滞的眼光看待人性问题。弗洛姆既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

创始人，又是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贡献还体现在对弗洛伊德性格结构问题和马克思社会批判学

说的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推动着哲学家们产生不同的人性理论。弗洛

姆的人性观使用社会生物学方法得以构建，通过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

此，弗洛姆对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着重体现在他以综合为方法、以人为目的、以批判为手段的“规

范人本主义”人性观。 

2. 弗洛姆对生物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综合 

在前弗洛姆时代的人性论，要么走向绝对的理论僵化，要么忽视人本身的价值规范。弗洛姆意识到，

要想解决“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人性论基本问题，就必须对旧人性论进行批判与综合，构建一种更具

创新性和科学性的人性论哲学体系。因此，他的规范人本主义理论相比于先前哲学家的人性观具有鲜明

的特点。具体来说，弗洛姆的理论特色在于把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剖析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

社会批判综合起来，以生物学与社会学双重学科视角建立起完整的人性论哲学体系。弗洛姆的综合与创

新着重体现在“社会生物学”研究方法和对人性的规定中。 

2.1. 规范人本主义的社会生物学方法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来，哲学家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到达了全新高度，涌现了诸多人性

理论体系，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自由哲学、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等。在这些关于人性问题的

理论体系中，弗洛姆以社会生物学方法构建起的“规范人本主义”最具科学性和代表性。弗洛姆对先前

人性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既不满足单纯强调人的生物性的“绝对主义人性观”，也不同意片面重视人

的社会性的“相对主义人性观”，他认为这两种人性观都具有极为显著的理论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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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指出，在他之前的种种人性理论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单纯强调人的生理本能，把

人的某些心理属性判定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实质上是否认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从而陷入“绝

对主义人性观”的泥潭；另一方面，片面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作为高等动物的自在生物本能，人

的本性可以任凭环境塑造而改变，把人作为没有任何自然本能冲动的“白纸”，从而走向信守“相对主

义人性观”的教条。在弗洛姆看来，“无论是以一个僵硬地概念(如善恶和爱恨等)去解释人的本质，还是

听凭环境对人的随意塑造，在理论上都是漏洞百出的”[1]。因此，弗洛姆在探究人性问题之初，就力图

将生物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综合为“社会生物学”方法，来克服绝对主义人性论与相对主义人性论的弊

端。他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指导，综合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将人作为内部因素和外

部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人性做出动态解释。 
按照弗洛姆的社会生物学方法论逻辑，人是独特的。必须首先把人看作为一种高等的动物，其自在

生物特性不可改变；其次，人同其他动物相比较而言又是社会性的存在，“具备着理性和爱等能力”[1]。
由此可见，人的独特性就表现在人是内外部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存在。

人本身作为动物又不等同于动物的生物学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人可以凭借人脑这个高度发达的物质载

体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控制自身的生物本能冲动。由于这两个原因，“人就

成了宇宙间的一种崭新的生物”[1]。人以外的动物没有意识，不能从事实践活动，因而无法控制自在本

能冲动，不具有社会属性。社会中的人，有自身可供依托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他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又必

须服从自然规律。弗洛姆在其著作《健全的社会》中提到：“人的生存问题是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他与

自然分了家，又还处在自然界中；他有几分神性，又有几分动物性；他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2]。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的矛盾性，人总是在超越自然与被自然制约的

矛盾中进行实践。由此可见，弗洛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认为人处于“自在”与“自为”无

法回避的矛盾中，体现了其社会生物学方法论的实践性和辩证性，即对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 

2.2. 生物社会学视域下弗洛姆对人性的规定 

人作为高等动物，其本性的形成依托于人脑这个高度发达的生物器官，并在社会性活动中做出相应

改变。因此，人的本性是受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规定的。弗洛姆指出，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交织的

产物，处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矛盾中。人的本性不能用理性和感性、爱慕和憎恶、亲和与冷漠等具体心

理属性来规定，而只能运用社会生物学方法从人的二重性生存矛盾角度下定义。在弗洛姆看来，人既是

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命长度的有限性与扩展生命广度的无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

寻求对世界终极解释的无限性、实践水平的有限性与改造自然使之适合人的发展的无限性等生存矛盾之

中。 
弗洛姆试图以批判态度使用生物社会学的方法对人进行定义，他接受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学说和马

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包括社会异化与人的异化)；否定旧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决定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决定论。他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要服从自然规律、适应社会环境，但生存矛盾却又驱使着人按照自

身需要和发展状况来改造世界。“人是唯一能够自寻烦恼的动物，能够感到被逐出乐园的动物。人是唯

一发现自己的生存的动物，他不得不解决这一生存问题，这是他无法避免的”[2]。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

自我意识的动物，是唯一具有“我”的概念的生物，也是唯一能够将“生存”转化为“生活”的存在。

弗洛姆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人生存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这种规定亦是他在社会生物学方法论基

础上对于人性问题的动态解释，体现了实践性与辩证性相统一的特征。弗洛姆的社会生物学方法通过对

人性下定义，以动态的方式回答了“人的本性是什么”[1]这个人性论首要的基本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

每一次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都牵动着哲学家们对人性论研究进展的关注。人性论问题总体上呈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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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从简单到复杂、从表象到本质、从零散到整合。弗洛姆就是西方人性论哲学发展史中的杰出代表。

他所首创的“规范人本主义”人性观既是对前人的批判总结，又为后世哲学提供了创新性借鉴方案。 

3. 弗洛姆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独创性贡献 

弗洛姆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理论贡献不仅限于人性论哲学领域，他对于精神分析

学说中“性格结构”概念的创新性阐释也极为显著。充分理解性格结构这个概念是研究人性问题必不可

少的一环，弗洛姆将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格结构概念进行修正和补充，“更加突出了性格作为人的行

为基础的作用”[1]。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的性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

分别代表了人的生物本能冲动、尊重现实规律和遵循至善原则。弗洛伊德从生物性的角度对性格结构进

行了具体阐述，但却在形式上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弗洛姆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基础，

进一步将性格明确划分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具备突出的独创性贡献。 
所谓“个人性格”，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先天固有的心理运行机制，是在个人家庭状况和生活

经历的双重规定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强调人性的生物本能。个人性格可以在人的需要和实际行为之间

发挥调节作用，使人能够摆脱一定的“动物性”，抑制本能冲动。所谓“社会性格”，是指社会中的

人的总体性格结构的共同方面，是在特定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而来的，强调人的本质属

性——社会性。“社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社会能量，以便使社会能够生存下去”[2]。社

会性格可以在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起中介联系作用，使人适应环境的同时能够通过实践发

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因此，在现实自然环境和具体社会关系中，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弗洛姆认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辩证关系——个人性格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性格

才得以形成；社会性格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个人性格而完全独立。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坚称自

己的人性论哲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他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修正”和“补充”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重点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弗洛姆在研究性格结构问题时，着重

探讨了社会性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3]，社会意识必须符合社会存在的发展状况，

每一种思想成果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进而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形态、社

会制度、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性格。“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形态，往往产生不

同的社会性格”[1]。弗洛姆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将社会性格概括为“非生产性性格结构”和“生产

性性格结构”这两个部分。非生产性性格结构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不承认人与世界的和谐

统一，把人引向他们不应当采取的贪婪“占有”的生存方式。弗洛姆对非生产性性格解构的论述，实际

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辩证法观点，反对“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

方式。生产性性格结构强调人应当以“存在”而不是“占有”的方式生存，它推动着人生命潜能的实现，

去主动创造而不是被动接受。弗洛姆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他所提倡的人应有的价值取向。弗洛姆通过对性

格结构问题的系统论述，将性格解构划分为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又着重将社会性格划分为非生产性性

格解构和生产性性格结构，这不仅是他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独创性贡献，更是他回应“人应该怎样生活”

这一人性论第二大基本问题的具体体现。 

4. 弗洛姆通过动态解释人性问题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弗洛姆的人性论哲学体系是综合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学说构建起

来的，他不仅以二者为理论来源，更致力于修正和补充其知识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二者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通过弗洛姆对性格结构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人性理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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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弗洛姆的人性论主张以批判为手段实现对人生命潜能的发挥和生命价值的寻求。弗洛姆人性论

哲学首先以社会生物学方法探讨了“人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但其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对整个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 

4.1. 资本主义生命价值评判标准批判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

通过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又反过来塑造人。要想充分厘清弗洛姆人性论哲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批

判理论之间的真正关系，就必须结合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洞察其人性论哲学之整体。弗洛姆作为西方人

本主义哲学思潮的杰出代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人自身为出发点、以人所处的社会为落脚点建立

起来的。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人性观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二者都具备着崇

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相同的批判理论武器以及对人自身价值与人生存方式的高度关注。具体来说，弗洛

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试图构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4]的社会形态；用“异化”理论作为自己

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生存乱象的批判性武器；致力于为人类寻找真正的幸福和实现生命潜能

而奋斗。弗洛姆认为人的价值才是评判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准，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归根到底

是人的发展”[5]观点有着极强的契合性。因此，研究弗洛姆及其人性论哲学，必须首先明晰他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其次，洞察他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人文关怀；最后，深入探究他用

“批判的武器”来创造理想社会结构的价值目标。弗洛姆的规范人本主义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

了道德上激烈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当时工业文明下生命价值规范的不满、提出“道德更新”为主导

的社会变革方案及其人道主义计划。 
弗洛姆处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质需求”和“消费需要”等经济动因

支配着人及其生命价值规范。弗洛姆面对社会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强调使用“爱”的方式进行社会变

革。“爱”是弗洛姆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他社会变革理论的依托和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途径。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的物质需要和消费

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人们却沉醉在单纯物质文明发达的迷境中无法自拔，严重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

精神世界健全，由此产生了现代人的各种心理病症。这是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相异化的集中表现。从物

质生活的表象来看，现代人获得了经济上空前的满足，人能够用金钱换取富足的生活方式。然而，人在

物质上的极端追求却造成了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从社会评价标准的角度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人将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客观标准，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盛行。弗洛姆就

是在这种忽视人文关怀、违背人类道德的社会评价标准下提出的生命价值规范理论，使用马克思主义的

异化学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激烈的道德批判，包括对社会评判标准和劳动价值扭曲的批判。 
弗洛姆认为，评判社会形态是否健全、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的客观标准只能是人的价值，而不是物质

发展水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评价方式严重违背了人的本性及其真正需要，集中表现在人

过分地追求“物的满足”而不是“人的完善”。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

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

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6]。人试图征服自然，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或

“自为自然”，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物的满足，却也走向了被物所支配的陷阱。实质上表明了人仍未

脱离“必然王国”的制约，尚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7]发展阶段。因此，弗洛姆将马克

思主义社会批判学说的“异化”概念作为道德批判的理论武器。他认为，异化是人现实的状态与自身潜

在本性的不同一，异化现象已经贯穿社会生活的全过程中。弗洛姆将异化的人形容为一架机器，人无论

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完全违背着自己的本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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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姆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要害在于，现代人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

看作是商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再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活动，而是纯粹地获取经济利益

的手段，进而“导致人对劳动的厌恶甚至仇恨，导致人的懒惰心理”[1]，不仅不利于社会进步，也损害

了人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是单纯强调“占有”的非生产性性格结构，他们对自己价值的理

解就在于占有多少物质利益。弗洛姆认为，人对经济价值的无休止追求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幸福，反而

导致了各种精神健康问题。现代人“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生存之最重要、最基本的

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然无

知”[6]。由此可见，经济利益的极大满足并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片面强调物质占有状况的生命价值规

范只会将人异化为机器。弗洛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命价值规范的批判，实质上回应了“人如何能够实现

真正的幸福”这个人性论第三大基本问题。 

4.2. 以“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 

由于弗洛姆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现象，于是他将这种异化现象作为“社会病症”，

并提出改变现有异化状况的“诊疗方案”。具体来说，弗洛姆强调要以“人的科学”为基础，建立人道

主义的生命价值规范标准。必须把作为“经济动物”的“机器”转化为“爱的动物”的“人”，从根本

上改变“人被人所利用”[1]和价值取向和“人被物所奴役”的生存状态。对此，弗洛姆提出了治疗社会

病症的处方——以“道德更新”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方案。“道德更新”，是改变资本主义以经济利益为

核心的生命价值规范，重新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定向。尽管弗洛姆的学科视野极为广阔，曾一再强

调社会变革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同时推进，但他还是在社会变革方案中突出道德更新的主导

地位，并明确了实行道德更新方案的三个具体条件。首先是基于人心理特性的觉醒。当人能够在焦虑、

厌恶、恐惧、伤心等负面情绪中觉察到自身社会生物性的异化表现时，他们就可以使用符合人性真正需

要的生命价值规范来改善现有的生存方式。人能够通过觉醒得以解脱，人不再是自己或他人的手段，而

是自己将自己作为目的。只有真正觉醒的人才能主动意识到先前从未关照过的领域，也只有通过觉醒才

能实现人的内在革命，也就具备了实行道德更新方案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其次，人作为不同于一般动物

的特殊性存在，具备着爱与理性的特殊能力，人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充分发挥这种特殊能力来审视自身的

生存方式，从而达到生命潜能的完全实现。弗洛姆认为，“爱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门艺术”[8]。“爱”

具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人可以通过爱的方式使世界成为适合人的生物本能、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化世界”。同时，弗洛姆指出“理性”是人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人越是利用理

性，就越趋向于个人生命价值的真正实现。人对于爱和理性的充分运用，标志着道德更新方案的实行具

备了第二个前提条件。最后是关键的一步，通过确立人道主义的生命价值规范来引导大众。人们一旦意

识到人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指引着他们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实现生命的全部潜能，就会主动发挥爱与

理性的能力审视自身“非人性”的异化表现，从而觉醒为“真正的人”。由此可见，如果道德更新方案

的三个前提条件均已具备，便可以促成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 

4.3. 多领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 

在弗洛姆看来，促成社会变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核心是将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

现象均服务于人的生命价值实现。具体来说，在经济生产领域，劳动不再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是

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摒弃消费主义桎梏，“一切经济活动均服从于健康的消费”[1]；在政治生活领域，

全面实施人道主义民主制度，推动“政治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人既是管理

活动的接受者又是政策实施的参与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全力培养一切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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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为“人的社会”。在弗洛姆的构想中，整个社会是人道化的社会。人不再利用他人，人不再被物

所奴役；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而非他人的手段；人的主体意识空前强烈，将社会事务、他人事务作

为自己的事务；一切人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健全，抛弃对经济利益的刻板追求。这是弗洛姆的社会改革

方案，也是他期望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道德更新”的社会变革方案展示出弗洛姆处在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中，却未被资本主义崇尚物质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所渗透的高洁品质，他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观

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坚定、理论最为彻底的哲学家。弗洛姆具有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他一切理论的

落脚点都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人寻求关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所在。弗洛姆作为马克思主义

者，他构想的人道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4]的根本特征具有高度的

契合性，体现了他人本主义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弗洛姆不仅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又是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他的贡献不仅限于人性论哲学领域。

弗洛姆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在于，他坚决摒弃了当时学界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将马

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作为武器，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横行的激烈批判。

现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未摆脱“非人道主义”的桎梏，社会异化现象不断上演，人的异化现象

交替重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在根本

矛盾被解决之前，异化现象不会自觉消失。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总有诸如弗洛姆这些怀抱理

想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推动着人的完善与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可以转化为物

质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

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弗洛姆始终坚信，只要他不停止对人道主义理想的呼唤，信仰人道主义的人

就会结成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促使“人道主义社会”理想成为现实。 

5. 结语 

弗洛姆的整个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以其规范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石，以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弗洛姆人性理论是学理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他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单纯强调物质

利益的异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案。弗洛姆以“道德更新”为核心，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

领域同步推进社会变革，力图实现“人道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见，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具有

卓越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纵观弗洛姆“动态”人性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实质

上是弗洛姆以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为指导而构建起来的规范人本主义哲学理

论。这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条件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飞跃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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